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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孤独的人说说话》
作者：李轻松

《我们的时代》：
展现中国创业者激荡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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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值得》
作者：黄孝阳

今年是互联网诞生 50 周年。50 年前，我们
还在黑暗中摸索；50年后，我们已坐拥8.54亿网
民，多家本土互联网企业取得突破性发展，牵动
着世界关注的目光。几十年间，中国互联网实现
了从无到有、领先世界的发展历程。然而，市面
上却鲜有文学作品记录下这一辉煌变迁。

近日，中国新商业小说领军作家王强，推出
最新作品《我们的时代》三部曲，聚焦中国互联网
发展历程，全景展现中国创业者在新浪潮下的开
拓征程，填补了这一空白。

国内新商业小说开山作家
亲历讲述

从198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北京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试验区，到 1994 年中国实现了与因特
网的全功能连接，再到今年 5G的成功研发引领
全球，电商“双十一”成交额引全球惊叹。中国
IT互联网行业30年的腾飞历程，堪称日新月异，
其中涌现出的明星公司、创业先辈数不胜数，也
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但如果想要
出乎其外，站在历史浪潮和行业发展的高度将其
串联起来，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想要更
进一步，入乎其内，则是难上加难，非亲身经历者
往往无从下笔。

作者王强，曾发表《圈子圈套》三部曲，被誉
为国内职场商战小说的开山之作。1992年在清
华大学取得工科硕士学位后，短短 7 年，从国内
电脑公司的底层员工飙升至IT行业外企在华机
构的最高层，后又在互联网领域创业并涉足风险
投资、战略咨询等领域，有着令人称奇的商界丰
富经历，而且这些经历恰好和中国 IT 互联网行
业的发展相吻合，不仅是这个激荡人心时代的见
证者，更是亲历者。

《我们的时代》三部曲，便是作者王强在沉淀
多年后，将亲历的IT互联网产业近30年发展史，
精心创作而成的小说。据该书出版方介绍，书中
不仅可以看到创业先辈们在中国IT行业初创时
的艰辛历程，更凝聚着作者一路走来的人生感悟，
寄托着对于行业未来乃至中国社会的殷切期待。

全景再现30年社会变迁，
书写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

1990 年至今中国的经济腾飞，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信息化与全球化两大趋势，这两股浪潮把

一批又一批的人推到了潮头浪尖，同时也重新塑
造了我们这个国家，甚至每一个人。

《我们的时代》三部曲主要讲述1990-2018年
IT互联网浪潮下，裴庆华、萧闯、谢航三个同窗好
友为代表的创业者们的梦想追逐、事业兴衰与命
运沉浮。其中，裴庆华是本土精英创业者典型，谢
航是外企精英创业者典型，萧闯是野蛮生长企业
家典型。除此之外，书中还塑造了改革开放后第
一代创业者谭启章、企业家二代创业者谭媛、“80
后”创业者向翊飞、“85后”创业者司睿宁等众多
典型人物。对创业者群像的精彩塑造——既有
成功者的笑容，也包含失败者的叹息，使得小说可
以从更多切面展现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在令人
热血沸腾的同时又不乏冷静的思考。

同时，小说在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和跌宕起伏
的情节之外，还融入了众多时代共同的记忆。由
于作者王强亲身经历，并深入参与了 IT 互联网
产业在中国的发展，熟知 IT 互联网行业国内企
业和外企的文化与氛围，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极
具时代真实感，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不管是
1992年邓小平南巡、2001年加入世贸、2003年抗
击非典、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些被载入史册的大
事件，还是《渴望》热播、汪国真诗集、走谈式恋爱
等一代人共同的情感经历，都诚恳地记录着这个

时代，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看清前人走过的路，
助我们迈向美好明天

本书是时代浪潮中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改变
命运、创造美好未来的创业奋斗史，创业者的奋
斗精神正是今天中国开拓创新时代精神的最佳
写照。书中刻画了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
界”的企业家精神，塑造了“有诚信、有担当、有道
义”的企业家人格。除此之外，对于今天的中国，
更需要铭记的则是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
苦历程，“先驱一般都会成为先烈，铺路的往往会
成为垫脚石，被人家踏过去”。通过《我们的时
代》，让读者看到父兄们曾走过的路，了解他们这
一辈人如何用自己的光荣与梦想铸就了如今傲
视全球的中国互联网经济。

作者在后记中写道：“看清楚自己从何处来，
有助于选择向何处去。”《激荡三十年》作者、著名
财经作家吴晓波也推荐说：“在过往的经验中寻
找脉络，或许是解读和展望今日及未来中国的一
条路径。衷心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更多记录时代
的优秀作品，也希望这样的作品能够得到更多读
者的喜爱，若能从中收获一些向前走的力量、向
上走的信念，则善莫大焉。”

据悉，《我们的时代》的电视剧改编已在着手
进行，即将被搬上荧幕。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爽

之前看过王强的《圈子圈套》，写得很好，当
时我和他的小说都在网上免费发表，虽然写的是
各自领域的故事，但常被人一起提起。看了他的
新书《我们的时代》，格局更加宏大，记录刚刚走
过的近三十年时代变迁，非常有意义，推荐给读
者朋友们。

——《大江大河》原著作者、著名作家 阿耐
好的文学作品，可以让你走出自己的世界，

看见更多人，看见世界的更多可能。王强这部
《我们的时代》，让我看见了过去三十年来各类创
业者的爱恨悲欢、宏大日常、梦想焦虑。穿越所
有时间，他们唯一永远坚持在做的事情，就是前
行、前行、前行。我自己的创业经历，其实也是如
此。希望更多人可以通过这部作品，看见这一路
的风景，与险境。

——《皮囊》作者、青年畅销书作家 蔡崇达

十年之前，刚成年的魏家孪生兄
弟在街头解救被醉鬼家暴的女人，不
意突变为无力回天的命案。弟弟身
陷囹圄，哥哥愧疚之余，大学毕业后
远避日本留学，两个家庭就此崩溃。
十年之后，弟弟出狱，哥哥新婚在即，
指向真凶的警告却相继离奇出现。
告发者、复仇者悄然而至，魏家上下
陷入日日夜夜的煎熬，隔阂渐渐变成
鸿沟……魏家人该如何面对罪与罚
的拷问？如何面对人伦的撕裂？如
何才能得到救赎？

作者李轻松，辽宁知名作家、诗
人，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
诗集《垂落之姿》《李轻松诗歌》，散文
随笔集《女性意识》，长篇小说《花街》

《心碎》《风中的蝴蝶》，诗剧《向日葵》
等数十部作品，另有影视作品多部，
现为职业编剧。

“70 后”作家黄孝阳的新书《人
间值得》，讲述了一个名叫张三的人
的一生。他贪婪、龌龊、堕落、冷血，
却也因此知道这些词到底代表着怎
样的人生，而经过自己的思考，他慢
慢越过这些“恶”，就像经过一场黑夜
中的漫游，最终抵达了真实与自由。

正如“张三”这个词在汉语里所
具有的抽象性一样，你完全可以把它
改成李四或王五，张三指向的也许是
当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张三的身
份很复杂，就像这个复杂的社会把各
种元素集中投映在了同一个人身上
——他是“张书记的儿子”（养子）、县
办公室职员、掌控整个县城水泥生意
的商人，还是个写作者和思考者。整
个故事，就是张三带着上述身份进行
的自我讲述与思考。

赴一场书信里的时光之约

名家点评

《书与信中的旧时光》，这是一本封面古朴、
质地用心的小书，连当下最为时髦的“腰封”都没
有装饰。封面以信札作底，寥寥几句“文坛往事”

“名家侧影”就勾勒出了书中的闪亮之处。
书算不上鸿篇巨制，但从编排和名字来看，

处处可以看出作者的心意。本书并没有因为其
形式的“散”而影响其魂魄的“聚”，相反，作者把
心意化为构思，将书、信札与时光的三个维度交
织在一起，搭建起的是一个以将文字与时光为建
筑材料的“自在天地”。

正如作家刘庆邦在前言中所写的那样，“有
文章在，有书在，就有时间在”。唯有时间永存，
这与中国文人至高理想的“立德、立功、立言”遥
相呼应。无论何时何地，这都是试图将个体嵌入
浩瀚时空的人在有限之光中付出的最大努力。
整本书分为“嗜书”“纪人”“读札”“清赏”四个部
分，结构清晰，每一块各有特色，又各有分工。那
些信札、侧影、片段的浮光掠影背后，是文坛大家
们一连串坚实的脚步。

与书交，安抚疲惫的日常。第一辑“嗜书”讲
述了作者与书的九个故事，从在青岛读大学时期
淘旧书的青涩时光，到来到北京工作后每天在地
铁上读书的奋斗时光，所视之处，皆是对书的真
情实感。书中有味，反倒淡去了日常生活中的倦
与丧。更别致的是，作者爱读书，爱买书，爱藏
书，还在心有余力之处，不吝惜赠书。在当下的
家庭娱乐活动要么是出游、要么是聚餐的大潮流
下，试想一下，父亲、妻子流水作业，边签名，边盖
章，边电脑录入，阖家出力藏书，反而成了难能可

贵的天伦之乐。
与友交，追加人生的履历。一直以来，我在

思考一个问题，世界如此大，个体如此渺小，那么
生命中的精彩如何一一实现，而全书中“纪人”的
部分，显然给了我一个启发性的答案。这一辑的

“人物”，或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学界巨擘，或是现
在产量颇丰的文坛高手，既有作者的潜心“神
交”，譬如前往鲁迅故居的虔诚，拜谒老舍故居的
惊喜；亦有作者的诚心“寻交”，从汪曾祺、何满子
到温儒敏、莫言……一页页细碎的表述，却丰活
了每一位先生的血肉。在访问上海鲁迅先生故
居中，仿佛可以跟着作者的笔，置身现场。文中
的虔诚和小心翼翼，将鲁迅先生故居中的日历
牌、挂钟、修书工具等小物件都写出了生活的气
息，穿插着先生生前往事，让书外的我们能够得
知，大师们被供在神龛之余，原来也有着这样谦
和、风趣，让那些在书本、新闻、杂志上冷冰冰的
名字，带着他们的人生色彩活跃起来。

与信交，凝炼生命的厚度。在我看来，“读
札”是整本书中最有意思的部分，读其信可观其
人。作者带着对大师的濡慕之情，在日常生活中
留心收集大师们的书信手稿，这些信札有的是机
缘巧合、偶然拾得，有的是潜心求索，重金收购，
作者将它们悉心保存，又在精心出版设计中，请
这一部分时间的见证者与大家见面。不管是陈
伯吹先生的诗稿、郭汉城先生的手稿、张岂之先
生的回信……都沉淀着智慧的光辉，闪烁着平易
近人的光环，将那个时代的人情往来、那些在大
屏幕和图书杂志之外的故事，拂去尘埃公之于

众。在著名诗人苗得雨致田华的信札中，古稀之
年的诗人俏皮地用了“粉丝”这样一个称呼来表
达对田华主演《白毛女》的喜爱，同时留下的还有
在开会的时候，诗人为田华画下的一张速写。种
种有趣之处，好比今日我们一边开会听人讲话，
一边摆弄手机的“开小差”一般无二。这些大家
对于读者们而言，本是敢想不敢及的大家泰斗，
但在他们或潇洒飘逸或规矩方正的字迹中，能感
受到他们的形象更鲜活，个性更鲜明。这些信札
弥足珍贵。

把书评，珍藏个体的感受。每个人在不同
的阶段，都会有那么一本两本给自己的心灵带
来悸动的书本，但是悸动一闪而过，可能多年
后再度想起，那些激动不已的时刻就变为了模
糊的剪影。坚持写书评如同写日记一般，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难处不在于写，而在于坚
持。从这些收录的文章中，不难看出流淌在笔
端的思路，有的稚嫩，有的思辨，时而温情，时
而严谨，连贯下来就成为了本书中最属于作者
独特性的部分。

当快节奏席卷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不妨在
乘地铁、刷手机的间隙抽出那么“若无闲事在心
头”的片刻，静静读上一札那泛着岁月痕迹的书
与信。这些载着思索与深情的精灵们，穿越年复
一年春夏秋冬的旧时光，将文坛名家、学界泰斗
的侧影化作了人间最好的时节。在老日子褪色、
变黄的许多年之后，思想的土壤仍旧能结出累累
硕果，有趣的灵魂依旧能催人奋进。

据《北京晚报》


